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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镇江市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坦
佩市建立友好城市 30周年。30年前，我
有幸参与了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1989年初春，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介绍，美国国际姐妹城市协会主席纽海
塞先生率领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政府
代表团一行 5人访问镇江。此行目的是
寻求与镇江市缔结友好城市。镇江市外
事办公室认真制订了接待计划。

美方代表团抵达镇江后，中美双方热
情介绍各自城市的历史和当下经济文化
发展状况，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和共同
感兴趣的合作项目。中方也尽力安排美
国客人参观镇江市的工厂企业、乡村、学
校、名胜，并希望通过参观给美方客人留
下深刻印象。

在镇江活动的第二天晚餐时，热情好
客的陈壁显市长向客人们提起了美国著
名女作家赛珍珠，并告知客人“镇江是赛
珍珠的中国故乡”。这一话题立即引起美
方客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向陈市长
了解赛珍珠在镇江的成长与生活情况。

陈市长因有前一年（1988年 6月）接
待赛珍珠基金会董事长詹妮丝·沃希女士
时向我了解过赛珍珠生平事迹，所以他对
美方客人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赛珍珠出
生 3个月即随父母到中国，后定居镇江。
她前后在中国生活 30多年，其中在镇江
就达18年。由于在中国生活多年并受中
国文化影响，赛珍珠能说能写能阅读中文
与中文书籍。她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情风
俗、城市农村情形、农民与妇女、社会贫富
矛盾与冲突，都有客观独到的见识。这为
她后来写作中国题材的小说而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市长还说，镇江现在还保留着赛珍
珠故居与母校，还有赛珍珠的学生健在，
还有学者在研究赛珍珠及其文学作品。

陈市长的介绍令美国客人惊讶和兴
奋不已。纽海塞主席与米切尔市长当即
希望陈市长能够安排他们第二天去参观
赛珍珠故居。他们说：“陈市长，你介绍的
这个信息太好了。我们认为明天参观故
居非常重要。”

陪同客人来访的全国友协领导同志
也支持客人的这个要求。于是陈市长立
即嘱咐马德泾秘书长做出安排。马秘书
长受命后立即与镇江外办领导商量，调整
了第二天的参观行程，挤出30分钟，在第
二天上午11点参观赛珍珠故居。参观时
间安排了，还需要一位对赛珍珠情况有所
了解的英文导游。参加讨论的市外办陆
军副主任推荐了我。他知道我自 1981年
起即开始做赛珍珠研究，并与刘龙老师共
同发现了赛珍珠故居。马秘书长当即同
意了这个提议。

当晚 10点多钟，我接到陆军副主任
的电话通知。我既意外又激动。自 1981
年起，我即因工作需要开始研究赛珍珠。
我曾多次向市领导和外办领导建议，镇江
市要积极开发赛珍珠文化资源。在镇江
对外宣传中要重点介绍赛珍珠与镇江，赛

珍珠与中国，要借助赛
珍珠在中美及中外文化
交流方面的影响力，提
高镇江的对外知名度，
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和外
商到镇江旅游或投资。
现在一个极好的宣传机
会来了。当晚我重新翻
看相关资料，做了充分
准备。市领导只给我
30分钟，我计划从三个
方面介绍：赛珍珠在镇
江，赛珍珠故居，中国赛
珍珠研究情况。

第二天上午 11点，在副市长夏良震
和马德泾秘书长陪同下，美方客人准时来
到当时的半导体厂。赛珍珠故居（西式青
砖二层小楼）即位于该厂区西边小山上。
当时该建筑用作该厂工会办公室。我向
客人表达欢迎之意及自我介绍后，随即陪
同客人沿着100多节水泥台阶上山。

沿途我向客人介绍：“赛珍珠与她的
传教士父母在镇江生活了18年。在她的
自传中，赛珍珠详细写出了她们家在镇江
的生活，有王妈妈、孔先生、童年伙伴、上
学、过年过节、风味小吃、社会风貌、名胜
古迹等。”赛珍珠童年的故居已经不见
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居是赛珍珠父母
后来置办的。赛珍珠从美国大学毕业后
重返镇江即与父母居住于此。她与布克
先生结婚后移居南京，但也经常回镇江看
望父母。

“该故居在‘文革’前一度做过疗养
院，后划归半导体厂使用，曾做过简单维
护。目前该房屋结构老化破损严重，属于
危房。镇江市政府正计划迁出使用单位，
并拨款修缮维护，最终将其列为镇江市文
物保护单位。”（注：其实当时我所在的镇
江国际旅行社是打了报告给市外办，希望
镇江市政府采取以上动作。我希望通过
这次美方客人的访问促成此事早日实
现）。

听到以上信息，米切尔市长急切地询
问：“全部修缮费用需要多少钱? 我们坦
佩市愿意承担一半！”我回答：我曾经负责
过本单位宿舍建造。根据房屋现状及我
的经验，重新修缮该故居，预计需要10万
美元。但最好还是请工程部门先做检测，
再做预算估价。米切尔市长随即对夏副
市长说：“请尽快做出估价预算，我们会尽
快将一半费用电汇过来。”

介绍至此，时间已经过去 20 分钟。

我必须抓紧时间介绍第三项内容。我说，
因历史原因，赛珍珠及其文学作品在中国
被封闭了 30多年。自 1981年起，中国又
有人开始研究赛珍珠及其文学作品了。
镇江二中的刘龙老师和我即是最早做这
个工作的。我们觉得应该客观评价赛珍
珠及其文学作品，特别是她在中美及中外
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大量有积极意义的
工作。

从 1981年起，我们收集了许多赛珍
珠小说，包括获奖作品及她的自传。当时
这些作品都是英文版，因中国已有 30多
年没出版赛珍珠作品。我们寻找及建立
了与赛珍珠相关的学生及友好人士的联
系。1988年 6月我们还邀请了赛珍珠养
女及赛珍珠基金会负责人访问镇江。我
们正在联系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学者，计
划在1991年或1992年在镇江举办赛珍珠
文学作品研讨活动，以纪念赛珍珠百年诞
辰。美国客人一直聚精会神地听我介绍。

纽海塞主席表示：“我对你们从事的
研究活动很感兴趣，也很敬佩你们的努
力。我们有兴趣参加你们纪念赛珍珠百
年诞辰的活动。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助，
请一定告诉我们。”

随后，其他客人及随行记者也向我提
出一些询问。我一一作答。30分钟很快
过去。参观结束时，客人们兴奋不已，意
犹未尽，仍在与夏副市长交流参观中的见
闻。我依依不舍地与客人挥手告别。事
后，我向有关陪同人员了解美方客人在参
观赛珍珠故居后的反应。他们告诉我，客
人在前往下一个参观单位的途中，仍兴趣
盎然地谈论着赛珍珠和镇江。即使在下
午参观活动间隙，客人们仍在谈着赛珍
珠。

晚上中美双方共进晚餐时，米切尔市
长对陈壁显市长说：“感谢你今天安排我
们参观赛珍珠故居。当我率团来镇江访
问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即我的市
民将来会问我，坦佩市与镇江市的共同点
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与镇江市结为友
好城市。前两天，我没有找到答案。今天
我找到了！那就是赛珍珠生长在镇江。
镇江早就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我
们坦佩市以与镇江市结为友好城市为
荣。”第二天，镇江市政府与坦佩市政府即
签署了两市建立友好城市的意向书。

1989年9月，纽海塞主席和米切尔市
长又一次率团访问中国及镇江。随后坦
佩市市民还募捐了 5万美元赠予镇江市
政府修缮赛珍珠故居。在这次访问中，镇
江市与坦佩市正式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协
议书。

1991年赛珍珠故居即开始了全面彻
底的加固维修，不久被列为镇江市文物保
护单位。事情已经过去30年。现在的回
顾，是想为镇江市的友好城市发展史弥补
上一个很有意义的环节。

又逢江南梅雨时节，漫天飞舞的雨丝飘飘洒
洒，对这个夏日进行着缠缠绵绵的倾诉。连日的阴
雨一扫酷暑的炎热，外出旅游是不相宜的了，闲坐
案旁，一卷在手，于古人的诗词中细品梅雨，亦别有
一番情趣。

“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楼压大堤。蜀女下
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寺多红药烧人眼，地
足青苔染马蹄。夜半独眠愁在远，北看归路隔蛮
溪。”这是唐代诗人王建的《江陵即事》，可以说是在
我国唐代早已流传的一首“梅雨诗”。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首咏《梅雨》诗：
“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
晨。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素衣今尽化，非为帝
京尘。”“梅实迎时雨”，即指梅子熟了以后，迎来的
便是“夏至”节气后“三时”的“时雨”。现在的梅雨，
则是泛指初夏向盛夏过渡的一段阴雨天气。

北宋的贺铸曾有词作《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
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
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
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
絮，梅子黄时雨。”词中名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飘逸灵动，短短数字，尽显梅雨季节
之景象，贺铸也因此词名噪一时，人称“贺梅子”。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
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众多描写梅雨的诗词
中，南宋赵师秀的这首《有约》最为脍炙人口。诗人
约客夜半未至，一个“闲”字写出了他当时的闲适恬
淡的心境。尤其是诗的前两句，生动细致地描写了
典型的梅雨时节景象，成为传唱千古的名句。

与赵师秀写梅雨截然相反，南宋另一位诗人曾
几在《三衢道中》中写道:“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
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这
就奇怪了，明明是“梅雨”，如何变成“日日晴”了？
原来，作者当时身在三衢道中，位于福建，纬度偏
低，梅子黄时，雨带已经北上了。

窗外的梅雨仍在韵味悠长地落着，掩卷凝望，
千年时光如烟似梦片片飞散，只有那些诗词得以永
生，伴随年复一年的梅雨，穿越尘封旧事，与我们在
尘世里彼此相遇。

古诗词中品梅雨
□ 章桂云

赛珍珠故居，友好城市的纽带
□ 徐和平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
造诣很高，他更是一位力主政治体制和经
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家、政治家，他被列宁
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从王
安石的工作生活习惯方面，我们可以了解
一个形象更为丰富的王安石。

王安石对穿衣饮食不讲究。宋人时
评：“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
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
王安石推崇极简生活，重视精神层面的追
求而淡化物质上的享受。王安石当权后，
许多人都想投其所好。有一天，有人兴冲
冲地给王安石的夫人送来了许多鹿肉，说
是宰相很喜欢吃鹿肉，请宰相夫人一定笑
纳。王夫人问来人是从何处得来的这条
消息，送礼的说是他和宰相一起吃饭，亲
眼看到宰相只吃鹿肉，其他的菜肴一筷子
也不动。王夫人听完笑道:“谁让你们把
鹿肉放在他面前，他自然只吃鹿肉了。”来
人听得一头雾水，但仔细一想，王安石吃
饭的时候面前的确是只有一盘鹿肉。王
安石不贪图口腹之欲，对物质的追求低到
了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王安石对个人卫生不讲究。“王荆公
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
浣濯。”他也不爱洗沐，淡泊甘守，身上衣
服脏了，有味道了，也不知道换洗。王安
石本身脸色黧黑，加之成年不洗沐，外在

形象确实不干净，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
生有皮肤病呢。他很少洗换衣服，身上还
长了虱子。有一次，王安石面见宋神宗，
虱子爬到了胡须上，宋神宗看到后忍不住
笑出了声。退朝后，王安石问同僚王珪后
才明白过来。他让手下把虱子抓走，王珪
却说“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
功”。王安石问是何言，王珪笑曰：“屡游
相须，曾经御览。”两人相视开怀大笑。

王安石的不修边幅让经常和他一起
的好朋友很丢面子，但又不好明说。他们
想出了一个主意：到高级寺庙洗沉香木桶
浴，并以新衣服偷换他肮脏的旧衣服。王
安石浴后很舒畅，穿了新衣便走，浑然不
觉。但过一阵朋友们再请他进山泡一回
高级澡，他说浪费时间，不去了。而苏洵
对王安石评价很是生动形象，是“衣大臣
俘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
诗书”，说他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
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
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

王安石对待自己的工作很讲究。他
干一行钻一行精通一行。26岁的王安石
担任鄞县知县，刚走马上任的他并不熟悉
鄞县的地形。于是，他向当地老农请教，
并亲自跋山涉水，夜以继日，十几天行程
数百里，尽快熟悉当地民情和地理，沿路
劝导农民除葑草，浚湖泥，砌堤堰，置碶

闸，后来他成了公认的水利专家。王安石
入朝为相后，认为以诗赋取士，只能使年
轻人闭门埋头于吟诵赋诗，不会对实际问
题进行思考，即使做了官也没有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他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
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
改革，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
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
供了新教材，堪称教育改革家。

王安石对自己的品行操守很讲究。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
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
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

‘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
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竟不受。”他坚持“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
取”，谢绝接受。翻开《宋史》，可以看到不
少关于王安石拒贿的故事。王安石善诗
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
个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朝廷重臣，便
特意登门送来一方宝砚，并在王安石面前
不停地夸奖说：这方宝砚“呵之即可得
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
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
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

王安石在女色问题上也很靠谱。王
安石夫人自作主张花钱买了个小妾，晚上
就偷偷摸摸地送到王安石房间里，王安石

得知后很不高兴。经询问，原来是女子的
丈夫弄沉一船官麦，不得不卖妻还债。王
安石很同情这个女的,赶紧命人将女子的
丈夫找来，让他带回妻子,钱也不让他还
了。须知，那时的官员富户买妾买丫鬟是
合法时尚的，但是王安石就是不搞这一
套。可见王安石的节操。王安石一生严
格自律，清廉不苟，志行高洁，难怪黄庭坚
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
人”。

王安石对待学问研究很讲究。王安
石读书好追究字眼，即使是一些难懂的古
字，他也总要弄个明白。他的这个特长，
在远近都是出了名的。一次，扬州知府韩
琦接到一封书信，信中多用古字，韩琦和
他的部下都看不懂。当时王安石已离开
那里了，韩琦无奈，便笑着对他的部下们
说：“可惜王安石不在这里了，他倒是颇识
些古字、难字的。”韩琦对王安石的赞誉一
点也不过分。后来，王安石经过潜心研
究，还专门写出了一部《字说》。

王安石对诗歌语言的锤炼（特别是炼
字）也十分讲究，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
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
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他路过瓜洲，
怀念金陵的诗，据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

“绿”字，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这是讲
究炼字的有名范例，成了千古佳话。

王安石的不讲究与讲究
□ 徐 新

本文作者和刘龙老师与赛珍珠学生尹珍珠在一起

赛珍珠故居

周公旦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过去，读经
典故事，听金縢之书，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辅助成
王，忠心耿耿，毫无问鼎之心。成王生病时，他祷告
上苍，愿以自己的身体代替成王的疾病。成王长大
后，他立即还政，自己谦恭地面北就臣位。感到他忠
正仁义，是历代贤相的楷模，是仁义的化身。读《史
记·鲁周公世家》后，深深地感到，他不仅忠仁可嘉，
他的民本观更是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中极为罕见的。

第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他在辅佐、摄政的
过程中，始终认为要想周室兴旺，要想继承光大太
王、王季、文王的事业，对人民的作用不能不予以高
度重视，治理天下一定要顺从民意，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成王长大后，周公旦为了影响成王的为政观，
专门撰写了《多士》《毋逸》告诫成王。在《毋逸》中，
他列举了中宗当政七十五年、高宗享国五十五年、祖
甲在位三十三年、文王享国五十年的政治历程，分析
他们治理天下的经验，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久居民间，
与人民在一起，深知民间疾苦，知道人民所依赖的唯
有仁政。当政者一定要不欺负鳏寡孤独，安抚民众。

第二，简政亲民。他认为为政若不简化易行，人
民就不肯亲近，为政简便易行而亲近人民，民心一定
会归顺政府。当初，周公的儿子鲁公伯禽受封到鲁
国，三年后才向周公报告治理鲁国的情况。周公问：
为什么这么慢呢？伯禽说自己到鲁国以后，着手改
变当地风俗，变革民间的礼制，丧事要过三年才能除
服，因此这么慢。当初，太公也受封于齐国，五个月
后就向周公报告治理政事的结果。周公问：为什么
这么快呢？太公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
顺从当地风俗处理政事，所以很快就有了结果。周
公为此非常感慨，认为一慢一快，关键是否简政亲
民，并肯定地说：哎，鲁国将来一定要北面臣服于齐
国了。

第三，“保民”须“明德”。周公认为为政者为了
保民，必须明德，加强自我克制，保持好的品行，不苛
刻于民。没有好的品德，根本无法保民。他在《多
士》中列举了从商汤到帝乙，历朝帝王修明德行，诸
帝德配上天。而后来到商王纣继位，荒诞淫佚，完全
不顾及天道，品德尽失，导致身死国亡。通过这国丧
人亡的深刻教训，周公告诫成王应以“保民”和“明
德”去赢得民心。

由于周公的民心观深刻影响了西周时期的统
治思想，于是出现了“郁郁乎文哉”的盛世，並对后
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赞颂周公旦的忠心，
更应敬佩他在奴隶社会就有的民本思想。正因为
如此，1945年 4月 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
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称赞说，周公旦是奴隶
主的圣人。

周公旦的民本观
□ 滴石水


